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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敦煌去

陈新长 / 甘肃省书法家协会

古代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对自然美的独特

发现，源于中华民族的特殊审美心理的长期

积淀。他们无须为书法的绝对完美而大伤脑

筋，因而也就没有刻厉矫饰的痕迹，那里面

表露的多是清新与活泼，没有拘谨，甚至看

不到太多的技巧。〔1〕

这是一段尤为生动的关于敦煌书法的描述。
敦煌地区出土的书法遗存在时间上跨度近千年，
汇聚众多书手在不同时代的创作。这其中，有多
少种社会生活、多少种审美意识，就有多少种书
法的风格面貌。总的来看，敦煌书法在点画、章
法和结体上充满了变化，自然且真实地反映了不
同时代和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社会流行的
审美趣味，东西方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理念也
在其中交映成辉，孕育出具有华夏气派的审美意
趣与艺术精神。

敦煌书法的价值与贡献不言自明。从证史的
角度看，它原始再现了以“二王”为代表的、以
书写为表现方式的帖学的真实面目，改变了人们
长期以来关于帖学的固有认知与偏见。从书写的
角度看，它呈现了丰富的古人汉字书写的行动轨
迹，让当今的书学者可以从中推断出书手的动作，
特别是毛笔运行的方式与角度，让内含在字里行
间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跃然纸面，感受每一份
书作中独一无二的书写情怀。

一、文字楷化的全景图

1900 年夏天，敦煌藏经洞被偶然发现，封
藏于石窟中近 900 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敦煌遗书

的年代，横跨 5 至 11 世纪，上起东晋下至北宋，
其中不乏西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
五代等朝代的代表性出土文献，敦煌遗书也成为
研究各个朝代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敦煌遗书
跨越的时期也正是中国汉字发展的关键时期，不
同字体逐渐齐备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完善，从
而走向了成熟。可以说，敦煌遗书是目前研究中
国文字发展演变和书法艺术流变最系统、最完善、
最丰富、最直接的原始资料。

敦煌遗书的内容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
大部分，大约 7 万多件。其中汉字书写的文献最
多，大部分是用细致工整的楷书书写的。敦煌是
东来西往的丝路重镇，不同民族的商人、僧侣在
这里或进行贸易，或交流文化思想。因此在敦煌
遗书中有不少用少数民族文字或外来文字书写的
古卷，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
特文、梵文等。从书体上看，敦煌遗书囊括了篆、
隶、楷、行、草多种书体，其书写者主要是官员、
学士、僧人、职业的“写经生”以及普通百姓。

纵观敦煌遗书，其中有一条颇为明显且十分
重要的书法发展脉络，那就是“楷变”的问题。
楷书变迁的过程十分漫长且阶段众多，隶楷过渡
期是一段漫长的时期，也是楷书字体日渐形成的
时期，隶书字形如何简化、新的笔画结构如何形
成是书学者需要关注的重点。

隶楷以后，楷书进入魏楷时期。魏楷从隶楷
中脱离出来并日臻成熟，这也是北朝写经的主要
形态。南朝后期的抄经中也出现了魏楷，其笔法
比隶楷更为复杂。横画的起笔不再是尖锋落笔，
而多是顿笔直入或逆锋起笔，这种笔法可视为楷
书进入魏楷阶段的标志。新的笔法让横画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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